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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推进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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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港市基本情况一

东港市地处辽东半岛东端

，南临黄海，东依鸭绿江，隔

江隔海与朝鲜半岛相望，地理

位置特殊，有“海角”之称。

拥有沿海、沿江、沿边地理优

势，是中国海岸线上最北端的

县级市。



东港市基本情况一

东港市自然资源丰富，地处北温带湿润地区,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分明,雨热同季,素有“北国江南、江

海明珠”的美誉。域内土壤肥沃,水质优良,是闻名全国的“鱼米之乡”。东港市域土地面积2399km2，市辖

15个乡镇3个街道办事处5个国有农场，总人口58.97万人，耕地面积122.55万亩，粮食播种面积104.6万亩

，粮食产量54.3万吨，是辽宁省水稻主产区，也是辽宁省粮食重要生产基地。



东港市河流密布，有213条溪流纵横山涧，由北向南分别注入鸭绿江、黄

海、大洋河三个承泄区。境内有鸭绿江、大洋河和发源东港市境内集雨面积在

50km2以上的河流12条。

东港市基本情况一



东港市基本情况一

经过多年水利工程建设，东港市具备较

完整的水利体系，全市现有水库40座，其中

大（Ⅱ）型水库1座，中型水库7座，小（I

）型水库13座，小（Ⅱ）型水库19座，总

库容4.8亿立方米。塘坝25座，灌溉泵站

450座，小（I）型以上沿海挡潮闸52座，

水力发电站2座，修建防潮堤1000多公里，

其中沿海防潮堤170多公里，修建各种桥涵

闸、渡槽等重要建筑物5500多座，灌溉渠

道5000多公里，已形成库塘星罗棋布，渠

道纵横交错，江河库相联，沟渠相通，大中

小工程相结合，蓄引提排并用的完整的水利

工程体系。



水价改革工作开展情况二

东港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总面积77.99万

亩，其中大型灌区57.76万亩，中型灌区

16.67万亩，小型灌区3.56万亩，按实施区域

分三个区域，核心区域0.74万亩，重点区域

70.09万亩，一般区域7.16万亩。

东港市截止到2019年实施农业水价综合

改革任务40.08万亩，其中核心区域0.74万亩

，重点区域39.14万亩，一般区域0.2万亩。



水价改革工作开展情况二

自2017年我市坚持以完善农田水利工程体系为基础，以健全农业水价形成

机制为重点，以创新体制机制为关键，围绕“总量控制、定额管理、终端计量

、完善水价、精准补贴、节水奖励、产权改革、水权分配”等内容，按计划全

面开展水价改革工作，主要做法如下：



为保证我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

顺利进行，成立了以副市长为组长的领

导小组，发改、水利、财政、农业农村

、自然资源等部门为成员单位。领导小

组办公室设在水利局。并建立联席会议

制度，定期和不定期召开会议，研究部

署推进改革工作。各乡镇、街道办事处

、农场也安排人员组建办事机构，配合

相关部门及灌区开展水价改革工作。

水价改革工作开展情况二 1、加强组织领导



水价改革工作开展情况二

发改、财政、水利、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部门各负其责、分工协作、相互配合。发改局协调指导水

价机制的建立，精准把握水价改革的力度和时机，加强供水成本核算，出台我市大中灌区和末级农业水价；

财政局加强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和供水计量体系建设的投入，保证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资金，强化资金管

理，确保资金发挥使用效益；水利局加快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以及供水计量工程建设，加强供水成本核算和

成本控制，强化工作指导力度，有效推进水价改革步伐；农业农村局积极调整优化种植结构，推进节水措

施落实。各有关部门在实施农田水利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优先安排供水计量设施建设，建立健全工作机

制，及时总结改革经验，抓好相关任务落实。

2、落实责任、加强指导



水价改革工作开展情况二

一是增加各级政府投入，通过农业农村部门、水利部门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整理、

千亿斤粮食、水田节水改造等项目建设，2019年各建设项目共实施7万亩，总投资10250万元，

2020年实施6万亩，总投资8550万元。加快对现有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改造。二是积极引导农

业公司、用水合作组织等社会资本和受益群众投工投劳参与到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中。三是通

过小型水利工程产权改革，以转让、承包、租赁等形式改变工程管理权和使用权，增加农田

水利工程的融资途径。

3、拓宽投入渠道



二

按照我市现有灌区水田灌溉模式和东港市灌溉新技术试验站实测灌溉用水量，结合《辽宁省行业

用水定额》标准，制定东港市渠首770立方米/亩农业灌溉用水定额，以此作为初始水权。灌区根据各

乡镇灌溉面积确定乡镇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由乡镇水利服务站将用水指标细化分解到村集体经济组织

、用水合作组织、农户等用水主体。灌区以及各级管水、用水单位将总用水量作为刚性约束，建立管

理精细、责任明确的水权管理制度，并将每户用水总量以水权证形式发放到用水户手中。在合理确定

农业用水定额基础上，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的阶梯水价办法。实际灌溉用水量超出灌溉定额30%（含

30%）以内的，按斗口运行成本水价收费；超出灌溉定额30%-60%（含60%）部分的，按斗口运行成本

水价1.2倍收费；超出灌溉定额60%以上部分的，按斗口运行成本水价1.5倍收费。

水价改革工作开展情况 4、明晰初始水权



我市所有高标准农田、水田节水改造、千亿斤粮食等农田水利工程建设项目

都按照水利部门统一要求，同步建设计量设施，东港灌区共建设电子计量设施

306台套，加快完善供水计量体系，提高供水计量透明度和精准度。各灌区配套

到斗口以下；其它乡镇小型灌区和末级渠系根据管理需要细化计量单元，实现

一斗一量，以量计收水费。

二 水价改革工作开展情况 5、加强计量设施建设。



规范组建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实现科学设岗、强

化管理、节能降耗、创新发展的组织模式，通过农民

用水合作组织，落实灌溉用水管理、水费计收、工程

管护与维修养护等主体责任。农民合作组织的组建按

照水系、渠系并结合行政区域，采取民主协商的原则

确定。东港市已经成立了东港灌区灌溉服务协会并成

立党支部，依据行政区域和灌溉体系成立了新沟、长

山、北井子、合隆等9个分会组织，负责辖区内末级

渠系管护、量水以及收费工作。

6、完善终端管理二 水价改革工作开展情况



按照价格管理权限实行分级管理原则，东港灌

区2019年水价成本监审工作由丹东市发改委于2019

年9月16日完成，按渠首每亩定额水量770立方米，

斗口每亩定额水量530立方米，末级渠系维修养护

每亩8.19元，渠首用水完全运营成本为0.186元/立

方米，斗口用水完全运营成本为0.264元/立方米，

渠首用水运营成本为0.156元/立方米，斗口用水运

营成本为0.226元/立方米。东港市发展和改革局与

东港市水利局下达东港灌区改革项目区农业用水价

格，目前东港市执行的是运行成本水价。

7、建立健全水价形成机制二 水价改革工作开展情况



在完善水价形成机制的基础上，建立与节水成效、调价幅

度、财力状况相匹配的农业用水精准补贴机制，市政府统筹安

排财政资金，落实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资金，根据节水量、采

取节水措施、调整种植结构 ， 对 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和用水户给

予适当奖励，东港市水利局、东港市财政局在2018年10月22日

联合下达《东港市水田灌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精准补贴机制与

节水奖励机制实施方案》，提高用 水 户主动节水意识和积极性

。市财政每年拿出不少于30万元资金作为节水奖励基金，由农

民用水合作组织负责管理，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市财政、水

利部门负责监督。

8、建立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二 水价改革工作开展情况



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采取授课、座谈、研讨、专刊等多种形式，加强对全社会的宣传

，转变农民用水观念、增强节水意识和有偿用水意识，宣传水价改革模式的实质内容，做好政策解

读，取得社会各界和用水户对水价改革的理解和支持，为推进水价改革创造良好社会环境，保障水

价改革平稳顺利实施。着力加强各级专业技术人员的业务培训，特别是用水合作组织的人员培训，

逐步增强水价改革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普遍提高农民科学用水的水平，实现科学管水用水，建立

节约型用水社会。

9、加大宣传培训力度二 水价改革工作开展情况



市政府将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纳入落实最严

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的重要内容，对照改革目标

工作任务完成情况，每年市政府进行考核，作为市

政府对乡镇及市直部门领导干部年度业绩考核指标

之一。对敷衍塞责、拖延扯皮、屡推不动、重视不

够、研究甚少、贯彻不力的问责追责。同时与农田

基本建设“大禹杯”评优评先和项目资金挂钩。通

过严格考核、项目资金倾斜、政策推动、责任追究

等举措，确保水价改革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全面完

成改革任务。

10、加强监督考核二 水价改革工作开展情况



三

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区域内，基本实现斗口计量供水模式，改变过去粗放式的渠首建筑物量水模

式，做到用水、量水更加科学精准。按照灌溉用水定额，把用水指标细化分解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农户等用水主体，明确水权、水量，实行总量控制，避免水资源浪费，提高了灌

溉用水效率和效益。

取得的成效 1、完善计量设施，建立农业水权



三

改革区内农田水利工程设施产权明晰，并登记造册，落实管护主体和管护责任人，并签订了管护协议

，颁发了管理权证书。实现了灌区管干支，用水协会和村级管末级渠系的良性管理体系，补齐末级渠系“

最后一公里”无人管理的短板，充分发挥用水户协会的职能。维护和巩固了群众用水管水的自主权，实现

了农民用水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等方面的群众自治，突破了长期以来末级渠系维修养护少出钱

或不出钱的传统，保障了工程维护费用来源，带动了农村生产生活习惯的改变。

取得的成效 2、产权明晰，落实管护责任



三

通过出台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实现对种粮

农户在定额内用水实施补贴，对节水措施好的用水效

益高的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农户等给予一定的节水奖

励，东港市从以前每亩渠首灌溉用水1200多立方米降

低到每亩灌溉用水800-900立方米，通过这些措施增

强了农民的节水意识，用水浪费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

。

取得的成效 3、建立精准补贴，增强农民节水意识



三

通过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按照成本水价执

行水费，水管单位经营状况从收不抵支达到收

支平衡，水管单位经营状况不断好转，对末级

渠系、田间管理投入的不断加大，随着产权管

理、管护经费、规章制度、计量方法进一步规

范，通过用水组织规范化、水价改革信息化、

长效管护专业化等一系列举措，使用水户对用

水量做到心中有数，用明白水，交明白钱，增

加了水费价格透明度，对供水工作的满意度不

断提高，水管单位的水费收缴率进一步提高，

2019年东港灌区应收水费6513.27万元，实收

6500.91万元，实收率99.81%。群众满意，水管

单位经营状况改善，2019年东港灌区末级渠系

维修养护投资260万元，水利工程维修养护投入

不断加大，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成效显著。

取得的成效 4、水管单位收支平衡，水费收缴率提高



四、下一步打算

东港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其他地区相比还存在很大

差距和不足，我们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认真学习其他省市地区好的经验和做法，积极

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新时代治水思想，

扎实推进我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各项工作，为东港市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幻灯片编号 1
	幻灯片编号 2
	幻灯片编号 3
	幻灯片编号 4
	幻灯片编号 5
	幻灯片编号 6
	幻灯片编号 7
	幻灯片编号 8
	幻灯片编号 9
	幻灯片编号 10
	幻灯片编号 11
	幻灯片编号 12
	幻灯片编号 13
	幻灯片编号 14
	幻灯片编号 15
	幻灯片编号 16
	幻灯片编号 17
	幻灯片编号 18
	幻灯片编号 19
	幻灯片编号 20
	幻灯片编号 21
	幻灯片编号 22
	幻灯片编号 23
	幻灯片编号 24

